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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张 葆 莘 发 表 在

《文汇月刊》的《张爱玲传奇》，是改

革开放以来最早论及张爱玲的一篇

文章，但当时的反响并不大。不久后

传入内地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

史》（中文版）才真正推动了张爱玲

研究。接着，港台一些有关张爱玲的

评论文章也逐渐进入内地，促成了

内地文学界的“读张”兴味，张爱玲

也逐渐进入了内地一些文学史家和

研究生的论文视野，他们较为“正

式”地考察了张爱玲小说题材、手法

和风格上的特色，并抓住其与新文

学“主流”有所不同的性质，“小心翼

翼”地认可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

的意义。

!"#$ 年 第 四 期《读 书 》和 !"#%
年第三期《收获》几乎同时刊发了柯

灵的《遥寄张爱玲》，这篇文章用更

开 放 更 有 个 性 的 眼 光 去 读 评 张 爱

玲，引起了广泛关注。张爱玲的“另

类”特色刺激着年轻读者与研究者

的神经，让他们如饥似渴地去重新

打量文学史上的“叙述板块”。同期

的《收获》还重刊了《倾城之恋》，使

张爱玲的作品自文革后首次在内地

面世。同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等合作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

年》在论及“孤岛”与沦陷区文学时，

就用了大约八百多字来写张爱玲，

指出张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

“市井小说色彩”，展现了“洋化”环

境中仍存留的“封建心灵”和人们百

孔千疮的“精神创伤”。这是首次将

张爱玲写入内地的文学史。

!"#% 年之后，人们开始把张爱

玲作为“重新发现”的话题，评论张

爱玲时更多地是欣羡其小说手法的

特异，意象、象征、心理分析等成为

了常用的切入角度。如胡凌芝的《论

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偏重于对张爱

玲小说结构、语言和风格的分析。而

宋家宏的《一级一级的走进没有光

的所在》和《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

及其创作》，以及张国祯的《张爱玲

启悟小说的人性深层隐秘与人生观

照》，都开始触及张爱玲小说比较深

的人性内涵，这批论文的发表标示

着 张 爱 玲 研 究 的 学 术 分 量 逐 步 加

重。

!"#&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现

代文学作品做原本刊印，收载了张

爱玲的小说集《传奇》。

!"#’ 年，上海书店出版中国现

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影印了张爱玲

的散文集《流言》。同时期的宁夏人

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广州花

城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等分别

编印出版了多部张爱玲的小说集。

#( 年 代 后 期 至 "( 年 代 初 期 ，

有很多对张爱玲作品进行赏析的评

论，说明研究者在做研究成果的转

化及普及工作。在此期间，也有多篇

真正具备文学眼光和学理分析研究

论文出现。其中，杨义和吴福辉都在

论文中把张爱玲的《金锁记》等作品

评为“海派小说的杰作”。

!"") 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了四卷本《张爱玲文集》，这是当时

国内影响最大的张爱玲作品版本。

!""* 年至 !""% 年，北大等高校

的众多年轻学子都热衷于做关于张

爱玲的论文，用新的视角写出了新

的发现。许多专着也都在谈张爱玲，

但单篇论文的发表却逐渐减少。

!""$ 年，有海外归来的新锐学

者提出要“以纯文学的标准重新审

视百年风云，洞察历史真相，力排众

议，重论大师”，为小说重排座次，结

果金庸、张爱玲上榜，茅盾落选，一

时激起文坛千层浪。

!""% 年 " 月，张爱玲逝世，《文

学报》、《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

《北京青年报》等内地影响较大的几

家报纸均做出了重点报道。“张爱

玲”频繁的在大众视野中出现，开始

了逐渐符号化的历程。

!""" 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参照

张爱玲在台湾出版的《对照记》，编

辑集成《重现的玫瑰：张爱玲相册》，

提供了较多张爱玲的画作和旧时照

片。

)(() 年 $ 月，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张爱玲文集·补遗》，内容分三

辑：“影剧文本”收录了剧本《太太万

岁》、《情场如战场》、《小儿女》等；

“佚文”一辑收入了《浮花浪蕊》等小

说；“书信选”则收有张爱玲致胡适、

平鑫涛、夏志清、刘绍铭的信件。同

年 " 月，经济日报出版社推出的《张

看》，副题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张

爱玲散文结集”，收录很多台湾版张

爱玲散文集里没有的散文。

)((* 年 !( 月，哈尔滨出版社推

出了全套十四册的《张爱玲典藏全

集》。

)(($ 年 * 月，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同学少年都不贱》，据称这是

张爱玲的最后一部遗稿。

)((% 年，内地学者李楠在研究

!"$" 年以前的上海小报时，意外发

现《小日报》于 !"$’ 年 % 月 !& 日至

*! 日连载了署名张爱玲的小说《郁

金香》，经内地海派文学学者吴福

辉、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等考证，

一致确认是作家张爱玲的作品。

)((& 年 !( 月至 )((’ 年 ) 月，

《书城》杂志独家连载张爱玲 !"&&
年至 !""$ 年间致庄信正的 #$ 封信

札，信札为首次公开，并由庄信正签

注。

（钟华生 + 整理）

经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韩文高———

内地出版社
新证据很关键

! 钟华生

)((% 年至 )((& 年，皇冠出版社起诉经

济 日 报 出 版 社 侵 犯 其 对 张 爱 玲 作 品 的 专 有

版权一案，以经济日报出版社的败诉而告一

段落。经济日报出版社为此支付给皇冠出版

社 $( 万元的赔款。然而，皇冠出版社起诉内

地出版社的事件并没有落下帷幕，相反，这

只是刚刚开始。

经济日报出版社被起诉时，采取了怎样

的应对措施？经济日报出版社的案例，对现

在 被 起 诉 的 六 家 出 版 社 又 有 怎 样 的 参 考 意

义？为此，记者独家专访了经济日报出版社

总编辑韩文高。

经济日报出版社

是他们的“小尝试”

记者：针对目前皇冠出版社再次起诉内

地六家出版社，您有什么看法？
韩文高：我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皇冠

出 版 社 再 次 起 诉 内 地 出 版 社 在 我 的 意 料 之

中 。 因 为 有 经 济 日 报 出 版 社 败 诉 的 案 例 在

先 ， 皇 冠 出 版 社 自 然 会 进 一 步 采 取 行 动 。

)((% 年我们被起诉的时候，已经预料到这一

点了。经济日报出版社是他们的“小尝试”，

他们的目标在于告更多的出版社。

记 者 ：)((% 年经济日报出版社被起诉

时，是怎么应对的？
韩 文 高 ：我 们 做 了 很 多 努 力 ，请 了 一 位

熟悉图书版权和美国法律的资深律师，还专

门与美国方面的律师联系，获取相关法律支

持。我们得到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美国法

律规定个人遗产移交到境外，必须经过国家

有关部门的同意，但当时张爱玲遗产在处理

的时候并没有经过这道程序，所以我们认为

宋 氏 夫 妇 在 继 承 张 爱 玲 遗 产 的 过 程 中 有 不

合法的地方。

当时我们也想联合其他出版社，让一些

以 后 有 可 能 被 起 诉 的 出 版 社 和 我 们 一 起 来

应对这场纠纷。但当时由于其他出版社还没

有 被 起 诉 ，他 们 不 重 视 这 个 事 情 ，所 以 最 后

我们只能孤军上阵了。

记者：您觉得经济日报出版社败诉的主

要原因是什么？
韩文高：最后法院判经济日报出版社败

诉，我们也只能尊重法院的判决，$( 万赔款

也已经按期支付。这个案件很复杂，最后也

只能取决于法院的判定。

记 者 ：当时你们有采取一些调解措施

吗？
韩 文 高 ：有 ，我 们 出 版 的 张 爱 玲 作 品 中

有 一 些 注 明 了 引 自 皇 冠 出 版 社 出 品 的 张 爱

玲 作 品 ， 所 以 我 们 提 出 主 动 支 付 适 当 的 稿

酬，而不是赔款，但皇冠出版社不同意。

我们当时没找到

这封亲笔信

记者：对于现在被起诉的六家出版社，

您有什么建议？
韩文高：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尊重法律，

用证据来说话。现在六家出版社能够联合起

来提出一些新证据，是可取的。我们当时打

这 个 官 司 时 还 没 有 找 到 张 爱 玲 写 给 林 式 同

的 这 封 亲 笔 信 ，这 封 信 很 重 要 ，我 认 为 可 以

推翻皇冠出版社主张的权利，我也希望这些

新的证据能得到法院的重视。同时，我们也

可能采取相应的维权行动。

记者：从出版业的角度上讲，如果张爱玲

的作品成为公共财产，您认为有什么意义呢？
韩文高：单从一个作家的作品来看，对

整个出版业的影响不大，只是多了一个可供

出 版 的 图 书 产 品 。 但 张 爱 玲 作 品 引 起 的 纠

纷 ，现 在 已 经 发 展 到 这 个 地 步 了 ，就 显 得 特

殊一些。我认为现在内地出版社在努力应对

这个事情，最大的意义就是保护国有资产。

因为被起诉的出版社都是国有出版社，如果

败 诉 ，需 支 付 的 罚 款 属 于 国 有 资 产 ，就 会 造

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关键：

张爱玲遗嘱的效力和内容

记者：张爱玲作品版权风波案件

错综复杂，您认为其中的关键是什

么？
来小鹏（中国版权协会理事，中

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知识产

权法研究所所长、教授）：本案的关键

在于，宋氏夫妇是否通过张爱玲的遗

嘱合法获得张爱玲的遗赠财产，皇冠

出版社是否具有张爱玲作品版权的

合法授权。如果皇冠出版社获得的授

权不合法，那么它起诉内地出版社显

然也不合法。

朱谢群 （深圳市版权协会副会

长，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从目前

媒体报道的情况看，本案的首要问题

是张爱玲遗嘱的效力和内容，这是继

承法上的问题；另外，由于张爱玲的

住所地不在中国内地，情况比较特

殊，还涉及到国际私法问题。

刘宇光（深圳市律师协会知识产

权委员会副主任，广东金卓越律师事

务所资深律师）：本案的关键在于张

爱玲的遗嘱是否明确限定了自己遗

产的范围或属性，如果遗嘱指明了只

能继承“银行里的一点存款”，那就表

明立遗嘱人排除了对包括著作权在

内的其他遗产的继承；如果没有这样

的明确限定，而是笼统地讲继承“财

产”，只是又解释说自己的财产其实

只有“银行里的一点存款”，恐怕还不

能据此就一概将著作权排除在可继

承财产之外。

疑点：

版权将归国家所有？

记者：从版权的角度来看，本案

该如何分析？
来小鹏：如果张爱玲遗嘱在涉及

财产时，没有明确提及她的作品版

权，也没有说明是否处理她的作品版

权，那么她的作品版权属于未处分遗

产，需由合法继承人进行再继承。根

据我国法律，如果版权没有合法继承

人，将成为无主财产，归国家所有。

朱谢群：仅从版权法的角度看，

如 果 张 爱 玲 的 遗 嘱 具 有 法 律 效 力 ，

而且其处分财产的范围包括她版权

中的财产权，根据目前报道的情况，

皇冠出版社则合法拥有张爱玲作品

的版权，内地出版社若没有得到皇

冠 出 版 社 授 权 就 出 版 张 爱 玲 作 品 ，

属于侵权行为；另外，包括张爱玲研

究者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根据版权

法明确规定的条件和方式而合理使

用张爱玲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

经版权人许可，也不必支付报酬；但

除了极个别的情形外，未发表作品

是不允许合理使用的，若需要使用，

则必须经过权利人许可并向权利人

支付报酬。

刘宇光：本案中如果张爱玲的遗

嘱无效，张爱玲又没有其他法定继承

人，则张爱玲的遗产可能成为无人继

承财产。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无

人继承财产归国家或集体所有。而著

作权作为一种精神财产，认定无人继

承财产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情况可

能较为复杂。一方面著作权本身有保

护期限，即作者有生之年及死后第

%( 年的 !) 月 *! 日，之后便进入公

共领域；另一方面遗产的处置适用物

之所在地法，而著作权作为无形财

产，其初始形成地应为其“物之所在

地”。由此可能需要具体到张爱玲的

某一部作品的初始形成地（即作品的

创作地、完成地或首次发表地）是在

哪里，如在中国则适用中国法律认定

其是否属于无人继承财产。

此外，如果张爱玲在美国立遗

嘱，其作为华语作家又在中国创作及

发表作品，可能会增加本案的复杂

性。中美两国均是《保护文学艺术作

品伯尔尼公约》成员国，相关问题可

能会涉及对该公约的适用及遵守。

推测：

林式同未回复导致遗嘱失效

记者：关于张爱玲遗嘱是否有效

的问题，该如何分析？
刘宇光：根据国际私法有关冲突

规范原则，遗嘱的效力适用行为地

法。如果张爱玲的遗嘱是在美国立

的，应当适用美国法律判定其遗嘱的

效力。

依据我国继承法等相关法律规

定，遗嘱的效力需从形式要件和内容

要件两方面考查。本案中，如果林式

同是否同意作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构

成该遗嘱的一个形式要件，即只有当

林式同回复同意作遗嘱执行人该遗

嘱才生效，那么林式同没有回复同意

就没有满足该遗嘱的形式要件，导致

该遗嘱因缺乏形式要件而不生效。反

之如果林式同是否同意作遗嘱执行

人不构成该遗嘱的形式要件，则不影

响遗嘱的效力。

启示：

出版单位应强化法律意识

记者：张爱玲作品版权风波给我

们带来了什么启示？
来小鹏：在文化出版事业中，各

方都应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尤

其 是 作 者 或 者 其 他 著 作 权 人 在 著

作权有效期内将著作权中财产权利

的 全 部 或 者 部 分 转 让 给 他 人 时 ，更

应该依照法律程序办事，不能因为

一 时 疏 忽 ， 而 导 致 一 些 纠 纷 的 产

生。

朱谢群：针对整个事件，我的看

法是，文化出版单位应进一步强化依

法办事、依法经营的法律意识，充分

了解、掌握版权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

定，尽量避免因“不知法”而产生的侵

权行为，同时也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本文仅为专家对法律问题的个人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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